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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!海南民间文学内容丰富$能够为幼儿园课程开发提供资源&海南幼儿园课程开发在内容选择上应注意关注幼儿兴趣

及接受能力'体现海南特色'符合,真'善'美-的要求!在形式上$可以语音领域活动为主要形式$也可以融入其他领域'环境创

设'区域活动及生活活动之中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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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幼儿园课程指南/指出%幼儿生活中有许多的

事物和资源可以用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$要到生活

中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课程资源&虞永平认为%,人

类必须从自己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挑选出最优秀的

部分$同时也是与个体早期接受能力相一致的部分

构成一个,文本-"在不同的群体'民族中'甚至在不

同的成人和儿童中具有可理喻性的一套开放的文化

体系#$这便是我们的课程-&

*

#

+民间文学既是幼儿现

实所处的文化体系$也是幼儿园课程的不竭源泉&

海南地理位置特殊$其自然环境优越$阳光充足资源

丰富$生活着具有鲜明特色的多民族人民&在长期

发展的过程中$产生了独特的打着鲜明的,海洋-'

,热带-',谪居-等标签的民间文学资源&这些资源

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很大的意义&一

方面$能够丰富幼儿园课程资源$拓展幼儿视野$启

迪幼儿智慧!一方面$能够传承地域文化$让幼儿感

受并学习民间文学中的真'善'美及当地人民的价值

观$另一方面$民间文学融入幼儿园课程也是幼儿教

育改革与创新的需要&

一"海南民间文学的幼儿园课程资源选择

海南民间文学受到中原文化和琼剧文化'黎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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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的影响$其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丰富$又独具特

色$这使得海南民间文学的内涵比较广泛&一般来

说$可以按照内容划分为儿歌'神话'民间传说'民间

戏剧等$其中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成果&

民间文学中有优秀的文化成分$也有一些封建迷信

的糟粕或无益于幼儿身心发展'不符合时代价值观

的内容&这就需要教育者在选择海南民间文学作品

融入幼儿园课程时$从以下方面考虑%

#一$海南民间文学课程资源选择应关注幼儿兴

趣及接受能力

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'人物传记'风俗童谣

等$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和历史印记$不同于幼儿的

现实生活$能够给幼儿呈现出一个瑰丽奇幻的世界$

应该是幼儿非常喜欢的内容&正如我国人们心目中

经典的神话巨作.西游记/$大部分海南民间文学作

品中都具有吸引幼儿兴趣和注意的要素%充满梦幻

色彩的景色'智力体力异于常人的英雄和主人公'跌

宕起伏的情节'或郎朗上口或幽默风趣的语言&对

幼儿来说$民间文学是富有神秘色彩的资源&在这

一点上来说$海南民间文学的代表作品如.大力神/'

.鹿回头/'.椰子的来由/等都是值得引入幼儿园课

程资源的宝藏&然而$在实践过程中$仍需要考虑到

幼儿的兴趣和接受能力&首先$是指教师在融合海

南民间文学资源时尽量考虑到幼儿当前的兴趣和前

后课程的相关性!其次$是指幼儿在不同的年龄阶

段$表现出的注意力'记忆力'理解力'想象力均有差

别&因此$在开发海南民间文学资源时应注意到$在

不同年龄班级不同主题背景下做出不同选择&例如

小班的民间文学课程方面$更多地从本地简短的童

谣'儿歌入手$让幼儿习惯民间文学的渗透$童谣.呀

诺达/'.打聊猫/'.阿婆来/等都是较好的选择!而中

班大班幼儿的注意力水平更高$感兴趣的事物也更

为广泛$可以更多地选择民间故事$在情节和人物方

面做出不同年龄段的区分&

#二$海南民间文学课程资源选择应体现海南

特色

海南民间文学带有鲜明的本地特色$在意象上

频繁出现%海水'浪潮'船'椰树'橡胶'木棉'黎锦'万

泉河'南渡江等意向&对收集到的海南民间文学作

品进行梳理$可以按内容主要分为%

#

#地域传说类%

以当地历史和地貌的变迁为内容形成的民间传说$

体现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解

释$如.五指山的传说/!

!

#英雄神话类%以民族英雄

或当地名人为原型$以古代人类的主要生活为内容$

如创世'治水'抗旱'与权势斗争等$如.大力神/$体

现英雄的勇敢'神奇'不怕失败或富有牺牲精神等!

%

#民间幽默类%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原型$发掘生

活中的幽默$如童谣.打聊猫/!

D

#历史名人类%以海

南文化历史上的名人为主角的奇闻趣事$如.邱浚买

屐/'.张公吃蛋/'.海瑞罢官/等&这些民间文学中

涉及到的元素$要么是幼儿熟悉的地方$要么有幼儿

生活中经历过的习俗$要么是幼儿听说过的名人$带

有浓浓的本土化色彩$将这些熟悉的内容引入幼儿

园课程$能够让孩子对海南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更

深的热爱&

#三$海南民间文学课程资源选择应符合(真"

善"美)导向

大部分的海南民间文学作品在审美上能体现

,真'善'美-的要求$展示出对,自然之美-',英雄之

美-',精神之美-的追求$体现着海南人民朴素的审

美观和价值观&然而也有少部分文学作品形成过程

中受到当时思想和科技的局限$不可避免地出现一

些类似鬼神崇拜及封建迷信'落后守旧'暴力'低俗

粗口的内容&在选择海南民间文学作为幼儿园课程

资源时$应注意避开这部分$或进行适当的改编再整

合进幼儿园课程$或者在组织幼儿活动时$提醒幼儿

注意其中的迷信部分&

二"海南民间文学幼儿园课程资源组织

形式

确定了适当的民间文学内容之后$可以利用多

种组织形式进行民间文学课程资源的开发&经过探

索与实践$主要有以下几种%

#一$海南民间文学课程开发以语言领域活动为

主要形式

在海南民间文学融入五大领域活动中$尤其在

以语言领域活动的形式为重点&能够以海南民间文

学作品组织讲故事'学童谣'绕口令'猜谜语'改编创

编结局'谈话讨论等常见幼儿园语言活动组织形式

展开$让幼儿感受海南方言的美'体验海南民间文学

的特色&例如$故事.甘工鸟/$讲诉黎族姑娘甘工被

继母和父亲强迫嫁给满身长疮的男子$甘工无奈变

成了甘工鸟$自由地飞翔&在语言活动中$教师可以

先给幼儿讲故事$感受作品中人物的善良和无奈!然

后请幼儿改编故事悲惨的结局&

#二$海南民间文学课程开发可融入其他领域

语言活动之外$可以将海南民间文学融入其他

领域活动&在艺术领域$可以采用绘画或手工或表

演等艺术活动形式展示幼儿对民间文学的理解!在

科学领域$可以对涉及到的地域或事物进行探索$例

#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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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民间故事.椰子的由来/主要讲述了椰子由来的传

说$在听故事之后可以带领幼儿观察现实生活中的

椰子和传说中的异同从而更了解椰子的特征&在健

康领域$可以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情节设计相应的游

戏$例如民间故事.奥桃堆/中有在一堆人中找出自

己喜欢的人的情节$可据此设计幼儿园,找人-游戏&

在社会领域$可以在欣赏文学作品中感受人物的优

秀品质$体验爱的情感$也可以设计角色扮演活动或

实地考察活动让幼儿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更热爱$例

如三亚的幼儿在听完.鹿回头/故事之后$可以前往

鹿回头景点进行游玩&

#三$海南民间文学课程开发需和环境创设相

融合

幼儿园环境是重要的课程资源&海南民间文学

课程开发也离不开环境的支持&在环境之中$可以

体现海南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场景或标志&在

本课题实施过程中$保亭县某幼儿园一面为幼儿讲

述当地黎族图腾故事$一面用图腾代表,青蛙-'

,鱼-',鸟-等标志作为幼儿园环境中的主要元素$使

幼儿在环境之中能够巩固对民间文学的了解$效果

显著&事实上$民间文学中有丰富的资源可以用于

环境创设$如人物形象'如著名景点'如特色装饰等&

#四$海南民间文学融入区域活动

区域活动能有效补充集体教学的不足&在海南

民间文学课程资源开发上$区域活动也是不可忽视

的部分&其中$可以创设表演区$提供海南民间文学

作品中所涉及到的人物服装$让幼儿表演$重温海南

民间文学作品中的韵味!也可以创设美工区或手工

区$制作海南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道具$如椰子壳

作品$还可以创设图书区$供幼儿进行后续阅读!另

外可以在建构区中鼓励幼儿想象并创作海南民间文

学作品中的建筑&

#五$海南民间文学融入游戏及一日生活

游戏及生活活动时间$也有融入海南民间文学

课程资源的空间&如设计一些规则简单的海南民间

文学为原型的语言游戏$如将,呀诺达-童谣与,石头

剪刀布-游戏融合$幼儿可以在生活活动时间玩&也

可以在吃饭时间回忆相关的民间故事等&可以看

出$海南民间文学资源融入幼儿游戏生活时间的形

式比较灵活多样&

三"海南民间文学资源幼儿园课程资源

开发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

海南民间文学资源丰富$融入形式多样$带来的

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&然而$在实践过程中$可能存

在如下一些挑战%一是人们对海南文化存在不够公

正的看法$大家普遍在追赶西方现代文明的潮流$认

为自己本土的文化为要淘汰的$不应该拿给幼儿了

解和学习&大家对海南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对幼

儿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!二是实践过程中$对于

课程开发有急于求成的心理$不能够耐心积累$将课

程资源的开发等同于简单的民间文学故事讲述!三

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$缺乏足够的帮助和指导&一

方面$课程开发需要本身对海南民间文学有一定了

解的成员$例如本地生长的一些老师&另一方面$课

程开发需要对幼儿园课程开发和管理有经验的,专

家-$在选择和利用民间文学资源上$大家互相合作

才能够完成&事实上$能够具备这两者人力资源的

本土幼儿园数量并不多!四是在课程开发过程中$缺

乏对自身幼儿园特点的融入&幼儿园管理者及一线

教师应该在开发的过程中思考海南民间文学与本园

幼儿'本园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$更巧妙而有效地进

行开发'融合&

四"海南民间文学资源幼儿园课程资源

开发的主要对策和建议

#一$加深对海南民间文学中蕴含文化的认识

民间文学是经过选择而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$

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$流传至今的民间文学

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地域和历史痕迹$它必然会体现

当地的特色&海南地理位置特殊$在长期的发展过

程中呈现出与,大陆-不同的形态$民间文学也带有

深深的海南烙印%一方面是,海洋特色-$一方面是

,少数民族特色-$另一方面$又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

到漂洋过海人们带来的,中原文化-',谪居文化-的

影响&因此$海南民间文学呈现出的内容方式'文字

表达'价值观念需要在对其整体文化的背景下进行

理解&在海南民间文学的幼儿园课程开发过程中$

离不开对民间文学的生长土壤和文化背景的认识&

#二$调整对本土课程资源开发的认识

对园本课程开发的认识一定程度决定最后的效

果&要在将海南民间文学的资源开发为幼儿园课

程$应该认识到%本土课程的开发是长期整合的过

程$不是割裂的某次活动&课程资源的开发从来就

是一个长期的过程&海南民间文学课程也不例外&

它应该经历,调研
A

思考
A

选择
A

实践
A

反思-的过

程$从开始到成熟有逐渐发展的脉络$是园所导向'

教师选择'幼儿兴趣等多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$也

是呈现为各领域各种形式的流动的活动$并不只是

某一次或某两次活动就能够完成的任务&

!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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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三$提供课程资源开发足够的人力支持

在海南民间文学资源课程开发的实践中发现$

好的课程尤其需要足够的人力支持&首先体现为园

长等管理层对课程的理解$其次体现为教研员'年级

组长的价值导向$再次体现为一线教师的文化背景

和课程理解力&一般来说$本地教师对海南民间文

学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感知$也更能够传递其中的

价值观念$民间文学作品中一些当地特色的语言和

事物$可以通过本土籍教师传递给非海南籍教师$也

可以邀请家长和当地群众加入开发&另外$幼儿园

需要借助园外的资源获得更多的支持&例如邀请幼

儿园课程开发的专家'学者'有经验的课程开发者等

为课程开发出谋划策&

#四$立足于本园特色进行开发

作为园本课程的探索$海南民间文学资源课程

是很好的一个方向&但是依然要看到每个地区每所

幼儿园的特色$在选择内容组织形式上立足于本园

特色&例如$三亚等地幼儿园的海南民间文学课程

应以带有三亚地域特色为主$涉及地域及风景等民

间传说比较多!而保亭'乐东等地可选择具有黎族'

苗族特色的海南民间文学为课程开发的资源$其中

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文学较多&对于具体的幼儿园$

应体现本园特色$如本园幼儿语言表达机会欠缺的

情况下$应更多地以语言领域形式为主&

总之$海南民间文学能够为幼儿园课程开发提

供丰富的资源$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海南民间

文学融入幼儿园课程的内容和形式$能够更好地拓

展幼儿学习$留住文化的根$是一条很好的幼儿园课

程资源开发道路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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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题&当一个人步入社会时$不仅要使自己的需求

得到满足$并且不给其他共同生活的人增添麻烦$

还能做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劳动&社会性形成是有

赖于教育和指导的$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是在与周围

人共同生活'共同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&

在幼儿园集体生活中$教师应该逐步培养退缩幼儿

的规则意识$从班集体到整个幼儿园$再到外面的大

社会$慢慢地提高将来进入社会所必需的素质&

幼儿阶段是人社会性和个性发展的关键时期$

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人对事以及对己的态度$不仅会

影响其童年生活质量和其智慧'能力的形成$甚至会

影响一生的学习'工作与生活&教育者在日常的学

习与生活中应该多多关注那些敏感胆怯'疏于集体

的儿童$提高对社会性发展不良儿童的敏感性$通过

细心观察他们的行为推测退缩幼儿的内心世界$给

予他们及时的社会支持$帮助退缩幼儿逐渐走出社

会性发展困境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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